
2023年老子的道德经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老子的道德经读后感篇一

林语堂曾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
《道德经》的人最初必须会大笑，然后笑他自我竟然会这样
笑，最终会觉得此刻很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
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自我就是如此。”的确如此，在我上
过选修课之后，《道德经》给于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首先，我认为《道德经》讲的就是一个字——道。正如开篇
所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
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存在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
的规律而运行。

人们常说：读史而明鉴，读典可明智，明智则生慧。诚然，
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缺乏科学的
论证。同时，他的辩证观还缺乏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这是
他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如此，《道德经》中光辉的
思想火花，依然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我们应当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看待和学习《道
德经》，老子的思想不是全都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可是仍有
很多哲学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于我们此刻的生活仍有
借鉴意义。总之，《道德经》让我受益匪浅。



老子的道德经读后感篇二

一本《道德经》，一生做人的智慧。

做一个真实的人。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的
人能说会道，有的人不善言辞。有的人甜言蜜语信手拈来，
有的人沉默寡言却内涵丰富。说着悦耳动听却不走心的话远
远比可是说着逆耳忠言却溢满关怀的语言来的动听。"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正是说明了与其华而不实，不如朴实无华。由
衷而出的信言远远好过满嘴奉承的美言。做一个真实的人，
求真务实，实事求是。

做一个善良的人。公道自在人心，善良的人不辩解，以理服
人才是他们的追求。花言巧语善辩之人一味辩解，忠厚老实
善良之人从不诡辩。一个人越强调什么越说明他内心缺少什
么，越是解释越是掩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与其强词夺
理，不如以理服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忠厚老实，以理服人。

做一个聪明的人。脑袋聪明的人知识大都不怎样渊博，因为
他们觉得聪明就是资本。知识渊博的人都不怎样聪明，因为
他们明白脑袋聪明不如内心聪明。睿智高于聪明。与其聪明
没有内涵，不如有内涵地活的聪明。而"明"就告诉我们要有
一颗洞察世事的心，自明，明他，明事，明礼，明人生。而
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自明，仅有清楚自我想要什么，清楚自
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正确，才能内心明达而
自明明他。"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多涉猎多读书，腹有诗书
气自华，阅读使人睿智使人聪明使人深刻。做个聪明的人，
明明德，明归止。

做一个懂得奉献和付出的人。给予是一种美德，奉献是一种
品质。一味的索取只会让人生之路越走越窄。虽然奉献有可
能失去些什么，可是人总要明白有时候失去是另一种方式地
得到。可能失去了"物质"，可是却赢得了"精神"，给予的帮
忙越多，得到的内心满足感越多。当然奉献与付出不是毫无



保留地，一味的付出不计回报并不是可取的。懂得付出和奉
献的度，适可而止就好。做一个懂奉献的人，乐于助人，温
暖他人。

安静中体会生命的完美，修养自我，如此安好。

老子的道德经读后感篇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构成和开展起来的
比拟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聪慧的结晶。传统文化产
生于过去，带着过去时期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的
祖先，带着本人民族的颜色。等到时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
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或者抱残守缺，固化为明日黄花。

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足轻重的位置，在中国学
术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和儒、释两家一同构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
一，关于我国社会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道家文化在产生和长期的开展、成熟的过程中，浸透到了认
识形态的许多范畴之中，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
艺术和科学技术以及民族心理、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曾产
生过深入的影响，发挥过严重的作用。如今，道家文化并没
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退出历史舞台，它已牢牢地根植于中国的
传统文化之中。

作为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它充沛表现了中国古代朴
素辩证法神韵，用不多的字数，论述了道家对事物的产生、
开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根本思想。文章大局
部言语有些晦涩难懂，在此摘录文中一些名句及其大意，首
先来共同感受一下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

“道可道，十分道。名可名，十分名。”翻开《道德经》劈
头就是这一句。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道是可遵照的笼统



的运动规律，但又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笼统运动规律。依据
事物的特性来冠以称号，是事物相貌的反映，但这种相貌不
是原封不动的。而道的转义是道路，也能够引申为人生道路。
人的终身都在属于本人的道路上行走，道是人走出来的，正
如鲁迅先生所说，这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因而所谓“道”，就是一条人人都能够走得通的路。老子提
出的“常道”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大多都是走在能够通行
的道路上，而不是走得通的道路上，因而有的人走到半途就
停下了，有的人走进了歧路，有的人走得很辛劳。同
样，“名”也不用专指称谓，他能够是功名，名分或是人世
的一切价值。当我们自以为完成了许多人生价值时，老子却
说你所完成的价值是真的完成了吗？这就是所谓的名可名，
十分名。老子并不是要否认我们所做的一切活动，而是要让
世人有所警醒：一切可道可名都不是真正恒久存在的。在这
可道可名之外，还有一层不可道不可名但真正恒久存在的大
道。老子要提示我们留意这真正恒久存在的大道，不要被你
眼前的可道可名所蒙蔽。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
句话是说：天地本无仁慈可言，仅仅是将万物视为一个受它
支配的玩物，不予理会；具有大智能的圣人也无仁慈可言，
仅仅将如何管理百姓视为第一要务，对人民的痛痒也漠不关
心。天地对万物不加干预而任由其自生自灭。看似冷漠，其
实是最好的态度。大自然经过漫长的进化，万物之间曾经构
成了一种均衡，假如妄加干预，就会毁坏这种均衡，结果不
堪想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加干预。天道自然无为，人
道一样的应该自然无为，在老子看来，一个理想的国度应该
是这样的：执政者只为人民提供一个平安，公平的自在生息
的环境，至于人民有怎样的想法，人民如何停止本人的活动，
则完整不加干预而任由其自在开展。人人都能够有本人的思
想，只需不进犯别人的利益，人人都能够做任何本人想做的
事。这就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充沛表现出老
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家徒四壁，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这
句话是说：当一旦得到的东西曾经很丰厚了，就不要得寸进
尺，不如停下来，你所占有的金钱位置多了，他人就会眼红，
究竟是不能“长保”的。人一旦发富发贵，常常会自豪自大，
这样反给本人栽下祸根。人一旦有所胜利，就得知足。懂得
功成身退，就把握了自然的规律。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
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是说：最高的善行好像流水
的境地。流水只一味的滋养万物，而不会同万物相抗争。流
水总是处于低洼之处，这与众人积极向上、追求开展的肉体
相背逆，自然遭人们的厌恶。水的位置与无为的“道”相仿。
人要找一个优秀的环境寓居，要擅长去研讨一些渊深的学术，
与人交往要擅长讲求仁道，当政要擅长管理，做事要能充沛
发挥你的才能，办大事要擅长选择好的机遇。但不要与人相
争，才不会有错。

群众追求小利小惠，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则着眼于久远，不计
较眼前的得失。他们素日里注重信誉，注重团结，又擅长把
握最优机遇来开展事业。所以一味的“争”是不适宜
的，“争”也是需求谐和的。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缺乏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
姓皆谓我自然”这句话是说：对深邃的理论研讨有几种态度：
最高的境地是，不要以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
笼统的理论而已；其次是对它顶礼膜拜；再其次是畏惧它；
第四类是不置信他，以至它。还有的是置信这一说法，但根
据又缺乏，有的人则是完整不信那一套。有的人以为这里面
藴含着深奥的、极有价值的理论。总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当一个人事业上有所成就时，连普通百姓都以为这是我
自但是然的斗争结果，与这深邃的道理毫无关系。



“道”这个颇带东方神秘主义的名词，它有时似乎在显现宇
宙天地间一种无比宏大的原动力；有时又在我们面前描画出
天地混沌一片的那种亘古蛮荒的状态；又或展现天地初分，
万物始生，草萌木长的一派蓬勃活力。

老子的“道”是具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独到的悟解和深入的体
察，这源于他对自然界的细致入微的察看和一种激烈的神秘
主义直觉而至。这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着意关注，是构成
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石。

老子的道德经读后感篇四

一提到《道德经》，我们不免会想到老子，不妨先简单介绍
下我心目中的老子。老子其人，是一个不求闻达的“隐君
子”。老子其说，博大精深。其主旨可以归结为“言道德之
意”。老子其书，世称《老子》，又称《道德经》或《道德
真经》。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不但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
作，也是道教的“第一经典”。因此，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
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

老子的《道德经》一书，仅五千余言，但她文约义丰，博大
精深，涵盖天地，历来被人们称为“哲理诗”。老子《道德
经》，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文明史上的智慧宝典中汲取
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髓。她不仅深刻地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人民。“道”、
“德”俩词是《道德经》提纲挈领的俩个概念。老子把天地
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
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
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
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
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德是道寓于具体事物的表现，也就是说德是物



体从道那里得到，而可以成为事物的原理。“道生之，德畜
之”，这句是老子对于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老子看
来，物体的具体表现是“形”，而物体之所以可以成为物体
本身，是道德两者作用的结果，也是自然作用的结果。

仔细看完老子的《道德经》一书后，我略有所思所悟，尽管
不能完完全全地领悟到老子的精髓之所在，但我还是受益匪
浅，下面就是我想同你们分享的财富。

“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一脍炙人口的名句。

无为，不是字面上的直解不做任何事情，而是不做不符合自
然规律的事情。当你不做违反自然和违反社会规则的事件时，
你所做的其它事件就是无所不为。当然，在这里对“什么是
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无为”事件的判断是必须具有各
种层次的经验和高度智慧。举一些在自然低层次且简单的例
子；例如：你不会游泳，就不要只身跳入海里。不跳海就是
一种“无为”。这种不跳入水里就是一种经验的“无为”，
而这种无为会给你的生命存在带来关于该问题的保障，这种
保障就是一种变相的“无所不为”。上面举的例子是较为简
单而浅显的例子，任何人都可以根据经验给出相应的、各种
参差不同层次的“无为”和“无所不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的
第二十五章。意思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
效法自己。这句话总结出了时间万物都来源于道。这里
的“道”指的是自然规律、顺其自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规律、
顺其自然、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
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说的是，最善的人如水一般。水能够滋润万物却又不与万物



相争，而停留在别人都不喜欢的地方（低洼处），所以是最
接近“道”的。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
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而无私，说话善
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
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
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老子在
自然界万物中最为欣赏的应该就是水了，能“圣人”的化身，
更是“道”的完美诠释。

开始想小学的路上游着小蝌蚪的水，村门口流淌着的榕江的
水，08年抗洪电视里惊涛骇浪的水，小时候淹没农田使庄稼
遭殃的洪水，外婆家把石头“砸”出了小坑的水，早年经常
嬉戏游乐的泉水，中考那年湿了我的衣服和课本的水，在阳
台上我用来细心浇灌花草的水，我日日饮下的形形色色味道
各异的水，高中冬天时在热水房门口苦苦守着等来的不易之
水，寝室后的杨柳依依下波光粼粼的水，我时时叨念“静如
止水”的水……我想，我有必要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我的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了。

首先，“润物细无声”是我们众所周之的了，不管是植物还
是动物，但凡是有生命的物体都是离不开水的。“水乃生命
之源”是不争的事实，牵强些说，这应该算是水的一种“博
爱”了。不禁有些疑惑，人类的信仰有上帝，有佛祖，有神
明，都还是人类自己的形象的变异，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自己
是最了不起的。其实，大胆设想一下，我们似乎应该把水的
化身作为信仰之源。当然也绝对不是传说中所谓“龙
王”、“河神”之类了，只是水本身。

“以柔克刚”是我极为欣赏的一条处世之道。而水应该是当
之无愧“柔”的典范了。之前，我从一本写给女子的励志书
上看到“当女人温柔到了极处，就是一种力量”时，还有些
不太能理解，如今再看，这“温柔到极处”应该也就是如水
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
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不知，莫能行。”滴水



穿石乃是最好的写照，而洪水冲垮堤坝，形如猛兽，造成灾
难也让我们对水的力量绝对不敢小觑。柔弱如水，可以不与
世为争，慢慢化解刚强的力量。而水的“柔”更是到了一
种“无形”的状态，只要有一点点间隙，水就能渗透进去，
然后将其占满。当然，我们的至柔绝对不是懦弱，而是一种
温柔的坚持。女人既是“水做的”，当是应该好好利用自己
身上“柔”的力量。特别是在这个弱者强食的社会，当所有
的人都在极力变得更强大而忘了很多生命的本性时，温柔的
女人是便是清凉剂、暖手宝，给人舒适之感，让人信任、亲
近。

《庄子山木》有语：“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
醴。”这里的水，可能是山中的清泉，沾满了大山的灵气；
可能是甘甜醇爽的有着井之魂灵的井水；可能是小溪中绵长
的涓涓细流……总之，这水，明净、清澈、甘甜、充满灵性，
如此便成了对友谊至高的评价。而且水能洗涤污垢，让我们
的生活、我们的心保持明净。如此才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地立足于这世间。

“上善若水”，若水乃为上善。“道”是产生万物的总根源，
先于具体的事物而存在，是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律及本
源。“道”应该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需要有明确
的认知和理解。而水，便是这世间最接近于道的了，水“无
所不利”正如“道”无所不在。水舍高趋下，而不受阻碍；
水能流淌于世间各处滋养万物，洗涤无垢；水处于深潭之中，
表面清澈平静，实则深不可测；水源源不断地流淌，滋润万
物而不求回报。

若“水”，无疑是至仁，至善，至德，至道……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我们有必要学会老子提倡
的“无为而有所为”的思想，理智地爱护自己，也有必要像
水的品性那样，至仁，至善，至德，至道，与人好好相处，
少惹麻烦，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不足道但意义深远



的力量，最终也使自己受益。

老子的道德经读后感篇五

三年前，大约20__年夏，感恩给孩子考察幼儿园的机缘，我
了解到了一莲瑞德学堂。曾经尝试过加入一莲大家庭。后因
一些缘故，机缘还未到。人虽离，心却在。如果用能量场的
说法，一莲瑞德学堂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吸引着我，感恩一
莲。

20__年底，开始加入读经队伍，得益于学友们的陪伴，老师
的引领，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天虽然是最后一课，但在人生
道路上，修行却是刚刚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修身

记得老师说过，“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我们要找经典做靠山，
才会底气十足。”听着，学着，悟着，我感觉到经典是圣贤
们的总结，如果把人生看成一场探索，那么经典就是指明灯，
当我们陷入迷茫的时候，经典会在冥冥中指引着我，帮助我
们拨开云雾，重见天日。

比如，我以前和现在也会有一些执念，接纳力不足，对于人
和事物，只接受好的，不喜坏的，但是现在，我能理解了，
人生就如同大自然，有白天，也会有黑夜，两者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很多时候，心态就会变了，更
奇妙的是，当我们的心改变了，周围的能量也跟着发生了转
变。

齐家

最喜欢子复老师的国学课，还有一点就是，老师总能给恰当
好处地将经典和育儿巧妙地结合起来，给了我们家长一些启
发。



反观我的家庭里，亲子问题不是问题，问题在我自己身上，
我与婆婆，我与父母。学了一段经典时间后，我发现我们的
争执，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了，而这个爱，都太傻
了！都是想把自认为好的，带给对方，而忽略了对方真正想
要的。当我们收到自己不需要的爱，却不知感恩，反而嫌弃。
这样，就进入了情绪恶循环。

学了经典以后，每当唱起《春歌》我都会泪流不止。当然，
现在愈来愈好了。

我有时候也会反问我自己，学经典是为了什么？这或许就是
原因吧，如今我知道了有一条路是修身，齐家，我会继续走
下去。大的方向跟对了，自己的小事，自己处理，醒悟，悔
改。

治国

近几年，在国内外新闻中，总能找到经典文化的影子。

得益于学堂，得益于家长涵养班。感恩学堂，感恩经典，新
的一年，愿自己：愈错愈改，愈改愈好！


